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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黄丽娟）11 月
17日，“四季滨湖”文农旅招商推介会
在武汉举行，本次活动由无锡市滨湖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无锡市滨湖区
农业农村局主办，来自武汉旅游协会、
旅行商代表和当地市民朋友等数百人
参与了此次活动。

此次活动是滨湖区文化体育和旅
游局深化两地文旅合作、开拓文旅市
场、促进区域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的积
极举措。

滨湖不仅占据着太湖的最美一

角，而且汇聚着无锡区域内最丰富的
文旅资源。烟波浩渺，秋色渐入佳境，
滨湖迎来了最浪漫的旅游季节。

秋日的滨湖迎来又一轮旅游旺
季，漫步“太湖108廊道”，108公里的
湖岸线揽尽太湖温婉的独特气质，湖
光山色，秋意正浓，令人流连忘返。

无锡文旅集团特别定制了缤纷
秋日游玩攻略，多维度突出展示了滨
湖的文化魅力和旅游特色。同时，无
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无锡影视基
地三国水浒景区、九龙湾花星球、无

锡山水城管委会等文旅推介官依次
上台推介，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详细介
绍了各景区特色及秋季活动，为现场
来宾朋友提供滨湖旅游干货，受到
点赞。

此外，滨湖区农业农村局还以视
频的形式发布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
攻略，诚邀广大武汉市民朋友走进美
丽滨湖，共赴滨湖秋日之旅。

“太湖108廊道”官方账号还进行
了全程互动直播，以线上形式传播，多
方面、多角度展示了滨湖旅游的独特

魅力。直播间面向武汉市民推出各项
秋季优惠政策与直播专享价，吸引众
多武汉市民争相下单购买，并对“太湖
108廊道”持续关注。

活动现场，滨湖文旅联合“去哪儿”
App面向武汉市民朋友发放数十万元
代金券，补贴范围覆盖滨湖重点酒店、
景区门票等文旅产品。现场不少市民
抢到了代金券，表示要带着家人去滨
湖游玩体验一番。

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将进一
步推动产品“走出去”、游客“请进来”，
实现滨湖与武汉两地游客互送、宣传
共享、市场互拓等长效合作机制，标志
着滨湖、武汉两地间的文化旅游线路
正式开启，形成了两地推进文旅深度
合作、文化旅游融合共享的崭新格局
和全新篇章。

“在建筑中，感受历史的厚重感和
真实感。”11月16日，2024年公园历
史文化通识课第二课在中山公园开
讲，武汉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武
汉地方志专家库专家王钢，带小学生
们寻访历史建筑遗迹，在菊花盛宴中，
解读武汉历史文化。

大门楼历经五代
金秋菊展重回“老家”

“这是中山公园第几代门楼？”在
大门楼下，王钢向青山区钢都小学20
余位2024年公园历史文化小讲解员
候选人提问。

“中山公园是百年名园，大门楼也
经历了多次改造和变迁。第一代门楼
建于1929年，为白墙黛瓦、翘角飞檐的
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王钢娓娓道来。
1931年汉口发大水，门楼被冲毁，第
二代门楼在1933年重建，它是留英工
程师吴国柄设计，由四根石柱组成的
欧式建筑；1956年第三代门楼改建成
具有时代印记的苏式建筑风格，装饰
有镰刀锤头元素的党旗雕塑；2001年
由于市政工程需要，第三代门楼被拆
除，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第四代门楼。

“要修建地铁2号线中山公园站，
2008年第四代门楼被拆除；等到2012
年地铁修成，开始修建第五代门楼。”
王钢说，仿制的是第三代门楼，基本保
留了当时风格。

“你们知道武汉第一届金秋菊展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吗？”走到位于喷泉
广场附近菊展展区前，王钢又发问。

“我知道，是1956年11月在中山公园
举办。”四年级一班的王皓煜抢答正

确，收获了一枚“武汉金秋菊展”纪念
章奖品。

“第一届菊展上，整整3万多盆菊
花，将公园布置成花的海洋。当时公
园进门右侧的小桥被直接称为‘菊花
桥’，两座小山就叫‘菊花山’。”王钢对
同学们说，68年后金秋菊展又回到了
中山公园“老家”，借助公园水资源，还
把菊花摆到船上，让它们随波荡漾，游
客们在水中划船即可近距离欣赏“菊
花船”。

热门建筑连成中轴线
中西园林皆可赏玩

“中山公园有一条经典中轴线，连

接四顾轩、茹冰和岳壮峰热门景观，贯
穿中西园林风格。”站在茹冰前，王钢
介绍，中轴线的顶点四顾轩是一个罗
马风格的凉亭，其四周是规整几何造
型的西式园林，四顾轩四面通透、皆可
欣赏公园美景。

“中轴线的中点茹冰，是一个月亮
形状的门洞，它具有中式园林的特色
——以小见大、曲径通幽，与西式园林
的一览无余截然不同。”王钢指着门洞
的匾额说，“茹冰”有含冰于口之意，在
冬季，透过月门洞看到银装素裹的岳
壮峰假山石，如同这个门洞含着一
块冰。

穿过门洞往前走，到了中轴线的

底端——岳壮峰。“这座假山石上装有
喷头，营造出小喷泉景观。”王钢介绍，
堆山叠石的岳壮峰也是中式风格景
观，“中西式园林在这条中轴线上交
汇。”

抗战文物尽收眼底
爱国情怀沉浸厚植

“中山公园还是具有抗战纪念意
义的建筑。”走到受降堂前，王钢对同
学们说，1945年9月18日，国民政府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将军在这里
接受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投降。

“1998年 5月，由孙蔚如将军亲
笔题写、记录受降过程的受降碑在张
公亭底层被发现，待受降堂于2000
年9月18日恢复对外开放后，展出了
这块‘镇馆之宝’。”王钢认为，正因为
发掘出这块碑，才在半个多世纪后，
还原了受降堂的历史原貌，“它具有
珍贵的历史价值，中山公园受降堂也
在2019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大家看，展柜内的这块龙纹碎
片，就是当时被日军损毁的双龙桥
的残片。”王钢给同学们介绍，眼下
中山公园的双龙桥其实是 2001 年
的仿制品，它的原件碎片存放在受
降堂。

今年，公园历史文化通识课将会
有更多精彩内容，更多学者专家将带
领武汉的中小学生走进具有历史价值
的公园，读懂武汉。

文/郭可滢 通讯员宋莉
图/苗剑

同学们与老师一同鉴赏中西园林景观。

无锡“四季滨湖”文农旅推介会走进武汉

邀武汉市民共赴滨湖秋日之旅

历史文化通识课在中山公园开讲
小学生寻访建筑遗迹解读历史


